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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妈 妈 以 前
开过书店，

很喜欢看书；我的姐
姐是文字工作者，很
喜欢写作。我们家
里有很多书，阅读氛
围很浓，但我对看书
的兴趣一般，与我爸
爸一样，更喜欢看报
纸。”12 月 9 日，13
岁女生陈其阅讲述
了他们一家爱读《永
康日报》的故事。

初冬时节，走在方岩镇金竹村的道

路上，只见崭新的村两委办公楼、极具

红色文化特色的革命老区纪念馆令人

印象深刻。一件件有关红色记忆的生

活用具生动鲜动，将人带入波澜壮阔的

革命年代。

1930 年，红三团攻打壶镇失利后，

国民党当局对永康共产党人和红军部

队实行疯狂镇压，永康大地一片腥风血

雨。但是，许多红军骨干隐蔽下来，坚

持开展更加卓绝的斗争。

1934 年，浙西游击队成立，它由红

三团余部组成，这是一群革命立场坚

定、革命意志坚强的红军骨干。面对国

民党的白色恐怖，他们开展了积极灵活

的武装斗争。由于革命形势日益严峻，

为了扭转局面，1934 年 7 月，红军长征

前夕，中共中央派出一支 6000 余人的

北上抗日先遣队执行任务。1935 年 2

月，在中共中央东南局指示下，先遣队

余部被编成红军挺进师，由粟裕和刘英

率领从闽北进入浙西南，开展游击战

争。同年11月，该师一纵队部分战士由

特派员张文碧率领，辗转来到永缙边

界，与坚持在这里战斗的永康浙西游击

队会师，建立浙东特委，并在金竹降开

展整军和训练，创建了一块以缙云黄

弄坑和永康金竹降为中心的浙东游击

根据地。

1936 年 7 月 9 日，粟裕率人来到永

缙边界的黄弄坑，找到了挺进师一纵余

部和浙西工农红军第二大队。粟裕谈

了浙南的革命形势，谈了中央红军在毛

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已经胜利到达陕北

等，战士们深受鼓舞，永康战士的革命

士气也越发高涨。这一时期，浙西工农

红军坚持战斗，在永缙边界山区打出了

军威，金竹降村民都拥护红军。在那个

特殊的年代，金竹降成了革命军队可靠

的“大后方”。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金竹降为红

军坚持战斗提供了安全的堡垒；在解放

时期，它的作用也不可小觑。1946 年

初，中共金华临时工作委员会在书记应

飞的领导下，以金竹降为依托建立革命

武装，金竹降人民无私无畏、全力支持

革命游击战争，不仅为新生的游击队提

供后勤保障，更是成为保护游击队的

“铜墙铁壁”。这支革命武装在战斗中

不断发展壮大，金华地区武工队、浙江

壮丁抗暴第三大队，最后改编成浙东人

民解放军第六支队，并作为路南地区的

主力部队，配合南下大军，迎来了永康

解放。

日月开新元，万象启新篇。在奔流

不息的历史长河中，金竹降人民始终保

持着燃情岁月的那股拼劲，在希望的田

野上奏响乡村振兴的奋进凯歌。这体现

在金竹降岩金线发展的历程中，1992

年，全长 8.41 公里，纵贯方岩岩前、金竹

村的第一条大通道——岩金线竣工，这

意味着结束了金竹降交通闭塞的历史，

接续承载着革命老区恒久信仰和彩色梦

想，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大动脉”。

2005 年，随着一声汽笛长鸣，机耕

路变为水泥路。从此，与方岩风景区相

依 相 伴 的 金 竹 降 开 始“ 借 ”路 生 财 。

2014 年至 2016 年间，客运班车同时开

通定时往返。过去只能靠肩挑手提、翻

山越岭将农副产品变现当作主要经济

来源的老区人民，有条件将昔日制约发

展的地理条件“变现”为发家致富的好

山好水好环境，“康庄大道通云端”从梦

想走进了现实。

从与世隔绝的“断头路”到四通八达

的康庄大道，从金竹降革命纪念碑到金

竹降革命历史展示室建设，再到美丽乡

村建设，直至乡村振兴战略，一脉相

承，不断丰富新农村建设内涵。2018

年，金竹降上榜《浙江省红色旅游发展

“十三五”规划》公布的 75 个省红色旅

游重要景区景点名录；2019 年 3 月，入

选金华市首批全民国防教育示范点，进

一步擦亮了金竹降革命老区蝶变的亮

丽名片。

80多年前，“红色”之花在这里孕育绽

放。从曾经的鲜为人知到如今游客纷至

沓来，改革开放的40年，金竹降立足“红

色基因”，不断耕种“红色山水”，传承“红

色精神”，不仅打造出集“红色体验、文化

教育、度假养生”为一体的“红色之旅”，也

完成了“红色旅游”向“红色经济”的蝶变，

为老区群众带来了真正的“红利”。

融媒记者 吕晓婷

立足“红色基因”耕种“红色山水”

永康“井冈山”美丽蝶变

本报讯（融媒记者 池欣桦 通讯

员 任丁财） 近日，S27东永高速管理所

接到报警称，有一辆厢式货车抛锚，且

道路上有轮胎掉落。高速交警立即赶

往现场。

据了解，事发时，驾驶员徐师傅运

着一车海鲜从萧山上高速，准备到丽

水。在途经东永高速千祥出口3公里处

时，徐师傅突然听到“砰、砰”的声音，他

随即把车辆停靠在硬路肩，检查后没有

发现异常，就继续往前开。

可刚开一会，徐师傅就感觉车子越

来越晃。他努力控制车辆慢慢靠边停

下。徐师傅下车一检查,惊出一身汗。

他发现左后轮两个轮胎已经脱落，就马

上拨打12122报警。

民警查看后发现，车子是由于传

动轴上的一颗螺丝断裂导致轮胎脱

落。因为货车的后轴断裂，车辆比较

重，拖车不能直接拖离，最后动用吊机

施救，花了 3 个小时才把车辆拖到前

方出口。

货车轮胎脱落
竟是螺丝惹的祸

从小养成读报习惯
刚走进陈其阅家中，映入眼帘的便

是放置在客厅的四个书架，每个书架上

整整齐齐地摆满了各种类型的书籍。

陈其阅随手抽出一本诗集说：“这是我

姐姐最喜欢看的书。”而后，她又指了指

下一层的散文，“这是我妈妈最爱看的

类型。”视线往下，书架最后一层堆着厚

厚的一叠报纸，陈其阅不好意思地笑了

笑，“这些是我最喜欢看的。”

陈其阅的妈妈早年开过书店，书

店关门以后留下很多书，耳濡目染的

姐姐长大后也喜欢买书看，家里的阅读

氛围一直很好。不一样的是，陈其阅的

爸爸喜欢了解国家大事，更爱买报纸，

《参考消息》《人民日报》《永康日报》等堆

了一叠又一叠。

在家人的熏陶下，陈其阅从小养

成了读报习惯。虽然今年才 13 岁，但

她坚持读报已有3年。因此，陈其阅还

爱上了写作。刚开始，她写的作文并

不优美，看报多了后，词汇量也在增

加，作文越写越好。每次被老师夸奖

自己作文写得好的时候，她都会骄傲

地跟家里人分享。

读报增加了知识面
谈及最喜欢看《永康日报》哪个版

块时，陈其阅说：“我什么都看，最喜欢

看的栏目是‘Q 来 Q 去’，还有一些社

会新闻。”

陈其阅表示，“Q 来 Q 去”栏目包

含的内容很多，有对生活小事的记录，

有对社会乱象的吐槽，也有纷杂的情

感故事，它以主持人和读者聊天的形

式来阐述故事，读者有什么烦恼事或

是开心事，都喜欢找主持人一吐为

快。例如，11月14日第7版《我家有个

“动物园”，爸爸像长颈鹿妈妈像猪弟

弟像猴》这篇文章就吸引了陈其阅的

注意。文章里，孩子的童言无忌引起

了作为同龄人的陈其阅的共鸣，让她

联想到自己的家人。

“Q 来 Q 去”的读者群体大小“通

吃”，与读者有良好的互动关系，风格有

鼻有眼、幽默风趣，内容一直深受读者

认可。对此，陈其阅表示非常感兴趣：

“我曾经也想加主持人的 QQ 聊天，但

是我没有手机，就没有去聊过。”

除了“Q 来 Q 去”，陈其阅还很喜

欢“永报·姐妹花”，有些新兴职业她都

没有听到过，而记者们去体验以后写

出自己的心得体会，满足了她的好奇

心。“‘永报·姐妹花’这个栏目很有趣，

每次看到记者姐姐们去体验各种各样

的岗位，我就会思考自己以后想做什

么。我仿佛也亲身参与了一样。”陈其

阅说。

读 报 ，不 仅 能 了 解 永 康 和 世 界

各 地 的 大 小 新 闻 ，还 增 加 了 陈其阅

的知识面。“我将继续保持读报的好

习惯。有机会的话，还想把自己写

的文章投到《永康日报》，感受一下

文字成为铅字的喜悦之情。”陈其阅

如是说。

融媒记者 陈其欣

本报讯（通讯员 应华玲） 近段时

间，雨水增多，给市民出行带来了诸多

不便。雨天路面湿滑，驾驶人视线模糊，

行车的安全隐患也大大增加。日前，在

花街镇一路段，一辆大型货车发生侧翻，

有人员被困。市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消息

后，立即调派人员赶赴现场处置。

在事发现场，只见大型货车侧翻进

了路旁田中，车门已严重变形，司机被

困驾驶室。

根据现场情况，消防救援人员先用

玻璃破碎器对驾驶室正面玻璃进行破

拆，再用荷马特扩张钳将司机被卡位置

缓慢撑开，并清理车厢内的玻璃碎片。

随后，救援人员使用救援担架成功将被

困司机救出，并转移给现场 120 救护

车，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雨天货车侧翻
消防队紧急施救

坚持读了三年报纸爱上写作
13岁女生的作文常被老师夸奖

陈其阅在品读《永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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